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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对护生老年护理态度及
择业动机的影响

董超群,符丽燕,高晨晨,杨晔琴

摘要:目的
 

探讨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对护生老化知识、老年态度及老年护理择业动机的影响。方法
 

将选修老年护理学的

126名护理本科生按行政班随机分成对照组(n=60)和实验组(n=66)。对照组采取常规教学法,实验组在常规教学基础上利用

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在养老机构完成老年健康评估和老年怀旧访谈任务。教学前后采用老化知识问卷、老年人态度量表和

护生老年护理择业动机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实验组课程结束后的老化知识、老年态度总分及其积极维度、老年护理择业动机得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结论
 

将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应用于老年护理学教学,能有效提高护生的老年知识、态度,
增强老年护理择业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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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ask-driven,
 

participatory-experiential
 

teaching
 

on
 

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atti-
tude

 

and
 

career
 

motivation
 

toward
 

elderly
 

people.Methods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
 

was
 

conducted.A
 

total
 

of
 

126
 

nur-
sing

 

students
 

selected
 

the
 

elective
 

course
 

of
 

Gerontology
 

Nursing
 

were
 

assigned
 

to
 

a
 

control
 

group
 

(n=60)
 

or
 

an
 

experimental
 

group
 

(n=66)
 

according
 

to
 

their
 

class.Routine
 

teaching
 

metho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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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group,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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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driven,
 

participatory-experiential
 

teaching
 

that
 

studen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health
 

assessment
 

and
 

reminiscence
 

interview
 

for
 

the
 

elderly
 

in
 

the
 

nursing
 

homes.The
 

questionnaire
 

of
 

Facts
 

on
 

Aging
 

Quiz
 

1,
 

Kogan's
  

Attitude
 

toward
 

Old
 

People
 

Scale,
 

and
 

Ge-rontological
 

Nursing
 

Career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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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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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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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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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dimension
 

of
 

at-
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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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peop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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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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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for
 

all).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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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ory-experienti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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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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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gerontolog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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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进展,老年护理服务需求

急剧增加,老年护理人才的培养也备受挑战。鉴于目

前社会大众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年龄歧视及负面偏

见[1],护理本科生(下称护生)普遍将衰老视作是一个

消极的过程,认为老年护理的技术含量较低,专业发

展的机会较少。调查显示,仅有54%护生对老年人

持积极态度,22%护生考虑毕业后从事老年护理工

作[2]。老年护理教育对护生养老观念的发展起着巨

大作用,老年护理课程的设计可影响护生对老年护理

的兴趣[3]。因此,护理本科教育如何完善老年护理学

的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机制以激发护生从事老年护

理服务的意愿,已成为当下护理教育亟需思考的问

题。一项系统评价指出,护理教育往往过于关注老龄

化相关知识,而忽略老年服务相关社会化过程[4]。有

学者倡议老年护理教育应该增加有意义的临床接触,
引导护生从任务导向转向到更深入了解老年人,以增

强对老年护理工作的兴趣[5]。任务驱动教学法是通

过创设真实的教学情景,提出具体的任务或问题,以
提高护生可持续发展能力[6]。参与体验教学者通过

亲身经历去感知、理解、感悟、验证教学内容。本研究

旨在开展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将学习任务与真

实情景中的参与体验有机结合,以培养护生爱老护老

的人文主义情怀及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2~6月,以我校选修《老年护理

学》的126名2019级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以行

政班为单位,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个班级的护生随

机分成实验组(66人)和对照组(60人)。实验组男8
人,女58人;年龄19~23(20.54±0.71)岁;独生子女

23人,非独生子女43人;来自农村56人,城市10人。
对照组男8人,女52人,年龄20~23(20.78±0.96)
岁;独生子女23人,非独生子女37人;来自农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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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市13人。两 组 护 生 性 别(χ2=0.042,P=
0.838)、年龄(t=1.151,P=0.252)、独生子女(χ2=
0.165,P=0.685)及生源地(χ2=0.894,P=0.344)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教学方法

1.2.1 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 老年护理学为我校护

理学专业的限制性选修课程,开设于四年制护理本科

二年级第二学期。教材选用化前珍主编的《老年护理

学》第3版,共24个理论学时(1.5学分),每周3学

时,共8周。
1.2.2 教学实施

1.2.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线上8学时,线下16学时。护生自主完成线上学

习与在线测试。教师根据护生线上学习情况,总结知

识点并教授新的内容。护生以小组为单位(4~6人)
完成“老年人的健康评估”和“老年常见疾病与护理”2
个章节的课后学习任务,包括每组撰写1份老年健康

评估工具和方法的研究进展以及每组自主选择1个

主题绘制老年健康教育海报。
1.2.2.2 实验组 在常规教学基础上,以任务驱动

的参与体验学习方式将“老年人的健康评估”和“老年

常见疾病与护理”2个章节的课后学习任务置于真实

情景中完成(具体任务分解见表1)。由4~6名护生

组成1个学习小组,利用第二课堂或课后时间前往已

与学院签订协议的养老基地对老年人进行访视,护生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老年人进行2次或多次访视以完

成学习任务。①健康评估与健康教育任务:护生在养

老基地负责人或养老员的帮助下选择1名老年人进

行健康评估。护生利用老年健康评估量表并辅以体

格检查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进

行系统评估。小组成员根据健康评估结果共同确定

老年人现存的且最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疾病,绘制老年

健康教育海报,并将海报中的健康教育内容向老年人

做详细的解释和介绍。任务结束后护生提交老年人

健康评估结果及所绘制的海报,由课程组教师组织护

生根据海报健康教育内容的针对性、科学性、适用性

以及排版对老年人的友好性进行互评,最终遴选出评

分最高的5份海报,由设计者亲自展示在养老机构的

健康宣传专栏中。②老年怀旧访谈任务。小组成员

选择1名老年人(可以是健康评估的对象,也可以另

选1名老年人)进行采访,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经

历。教师提供护生1份访谈问题示例(如“变老是一

种什么感觉?”“您是如何保持健康的?”“衰老过程中

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快乐的部分是什么?”“谈谈

您的家庭和朋友”“谈谈您生命中记忆最深刻、最难忘

或最快乐的事情”等)。鼓励护生使用回忆问题作为

他们访谈的一部分,促使老年人回忆其生活经历,引
导老年人讲述其童年、青年或中年时期感到快乐的或

难忘的事件。访谈结束后,学习小组通过讨论提取在

访谈过程中听到的、见到的、感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内

容,将之撰写成脚本,并以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或访谈

录剪辑等形式拍摄成5
 

min的微视频。任务完成后

护生提交微视频,每个成员深层次解读和思考所拍摄

视频中的人物和情节,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撰写反

思日记,并详细描述与老年人的互动如何影响其今后

的护理行为。
表1 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学习内容及设计目的

学习任务分解 参与体验内容 设计目的

1.老年健康评估 真实地进入老年人居住环境开展面对面的病史

采集、体格检查、社会心理评估和环境评估

通过真实情景强化前期课堂所学的老年健

康评估的内容和技术

2.老年健康教育海报绘制 了解老年人现存的健康问题及最迫切的健康需

求,根据老年人特点绘制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海报

真实情景中识别老年健康问题并进行优先

顺序排序

3.老年健康宣教 与老年人沟通,用老年人能接受的语言传达健康

教育的知识

通过真实演练掌握老年健康宣教的技能

4.老年怀旧访谈 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经历,了解老年人老化过

程中的态度和感受

在真实情景中应用怀旧疗法;强化课堂学习

的老化社会学理论

5.叙事视频拍摄与反思 用叙事的方式生动呈现或复现老年人的经历和

故事;用自己的语言书写所见、所思与所感

通过叙事实现老年护理学的情感教育目标

1.3 评价方法

1.3.1 评估工具 ①老化知识问卷(Facts
 

on
 

Aging
 

Quiz
 

1,FAQ1)[7]:共25个条目,包含“是、否、不知

道”3个选项,其中,奇数条目选择“否”计1分,选择

“是”或“不知道”计0分;偶数条目选择“是”计1分,
选择“否”或“不知道”计0分。满分25分,正确率越

高,表明对老化知识掌握得越好。该问卷在本研究中

的 Cronbach's
 

α 为 0.70。② 老 年 人 态 度 量 表

(Kogan's
 

Attitude
 

toward
 

Old
 

People
 

Scale,

KAOP)[8]:包含积极(17条目)和消极(17条目)2个

维度。非常不同意计1分,非常同意计7分,消极维

度则反向计分,总分为34~238分。该问卷在本研究

中的Cronbach's
 

α为0.90。③护生老年护理择业动

机问卷[9]:包含价值问卷(14个条目)和期望问卷(6
个条目)两部分,主要用以测量护生选择老年照护的

动机水平。其中价值问卷包含兴趣、实用性、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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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价4个维度。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
“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计1~5分,代价维度的3
个条目反向计分。价值问卷的总分为14~70分,期
望问卷的总分为6~30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从事

老年照护工作的意向越强。价值问卷和期望问卷在

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7和0.91。
1.3.2 资料收集方法 在获得护生知情同意后,分
别于第1次理论授课前及课程结束后利用问卷星进

行调查。问卷首页详细描述研究目的、意义,调查的

自愿性和资料的保密性,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填写问

卷。将问卷星的填写权限设定为同一计算机、手机或

IP地址仅限填写1次,研究对象在完成所有问卷条目

后方能提交问卷。问卷的填写时间约为15
 

min。共

发放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采取描述性统计、χ2 检验及独立样本t检

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两组课程实施前后老化知识、老年态度及老年护

理择业动机水平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课程实施前后老化知识、老年态度及老年护理择业动机水平比较 分,x±s

组别 时间
老化

知识

老年态度

总分 积极维度 消极维度

老年护理择业动机

价值 期望

对照组 实施前 11.78±3.78 126.48±14.24 52.17±9.50 73.08±7.99 47.25±6.73 18.88±3.94
(n=60) 实施后 13.13±0.57 151.37±17.01 81.07±12.91 72.30±16.16 55.82±6.57 21.75±1.56
实验组 实施前 12.48±3.13 124.11±14.14 51.03±9.60 74.32±7.89 46.42±6.68 19.37±3.95
(n=66) 实施后 16.56±2.08 163.91±20.76 89.35±11.64 74.55±18.50 59.82±7.87 25.35±3.10

t(两组实施前比较) 1.118 0.950 0.674 0.886 0.691 0.693
t(两组实施后比较) 12.355* 3.687* 3.788* 0.724 3.080* 8.108*

  注:*P<0.01。

3 讨论

3.1 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可提升护生的老化知

识 本研究结果提示,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相较

于常规教学更能提升护生的老化知识,这与既往老年

护理学中应用服务型学习方法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10]。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为护生提供了丰富

的、交互式的、真实的学习体验。通过在养老院真实

对老年人开展健康评估和健康教育,有助于护生将理

论知识与现实生活实践进行有机结合,进而触发更高

认知水平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1],加深其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护生通过对老年人的健康评估与访谈,
能够更加客观看待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认知情

况,有助于其在任务实践中获得经验知识。通过叙事

视频的拍摄过程,护生批判性地回顾理论知识及其从

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从而进一步构建新的知

识[12]。
3.2 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可改善护生对老年人

的态度 研究证实,接触社区老年人与护理专业护生

态度改善有关[13]。本研究中实验组课程结束后老年

态度积极维度及老年态度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本

研究在课程设计中充分考虑社会环境和参与体验学

习对护生社会化过程的影响[14],通过对老年人的评

估、指导和访谈任务,为护生创造与老年人互动的真

实情景,帮助护生了解老年人的个人需求、观点和价

值观,重视老年人对衰老的看法,以及看到老年人积

极老化的态度和行为,从而促进护生对老年人的积极

态度,改善其对老年人的整体看法。与既往研究结

果[13,15]一致。本研究中任务驱动的体验教学未能改

变护生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这可能与社会对老年人

的刻板印象、老年健康问题复杂的临床现实以及当下

护理教育“以疾病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16],强化了

护生对老年人生理脆弱性的认知有关。有研究显示,
持续3年的老年护理服务实践教学有助于改变护生

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17]。因此,今后研究还需进一步

在其他课程中创造护生与老年人的接触与体验服务

的机会,从而全面改善护生的老年态度。
3.3 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可提升护生的老年照

护动机 护生直接参与老年人互动或老年照护是促

进护生老年照护工作兴趣的潜在模式[18]。本研究结

果提示,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相较于常规教学更

能提高护生的老年护理择业动机。参与体验教学让

护生体会到护士在识别老年健康问题及其优先顺序

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其对老年护理重要性的认识,增
强其参与老年照护的价值感。本研究独特之处在于

在不影响既有教学安排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学校社区

资源并调动护生学习主观能动性,显著增强了护生愿

意为老年护理付诸努力的动机。
4 小结

在老年护理学课程中应用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

教学,可增加护生的老化知识、积极老化态度以及老

年护理择业动机,为构建高等医学院校与养老院合作

模式以及培养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护理人才提

供了参考。但该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仅评估了课

程教学改革的短期效应,今后研究应进一步开展大样

本的长期随访研究,以验证任务驱动的参与体验教学

在老年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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